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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贫困大学生感恩教育探讨

刘镇江, 刘振中
¹
, 蒋福明

º

(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,湖南 衡阳 421001)

[摘  要 ]  感恩教育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实施知恩、感恩、报恩的人文教育, 对于贫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

的意义。文章首先对贫困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现状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与归纳, 然后提出了贫困大学生感恩教育的主要内容,

最后对高校开展贫困学生感恩教育的途径与方法进行了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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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恩就是对社会、集体和他人给自己的帮助和恩惠高

度认可并真诚回报的一种认识、情感和行为。感恩是人类社

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,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感恩, 知恩图报是

中国人的古训; 西方人推崇感恩, 感恩奉献是西方文化中的

亮点。感恩教育就是教育者运用一定的教育方法与手段, 依

据一定的感恩教育内容对受教育者实施的知恩、感恩、报恩

的人文教育, 是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感

恩教育, 对于受教育的个体,有助其人格的健康发展,培养其

助人为乐的品德, 尤其对于贫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十分

重要的意义。

一  贫困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现状及成因分析

大学贫困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特有的现象。

1985年以前,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 98%来自国家财政拨款,

学生上大学读书不仅免交学费, 而且还会享受 /人民助学

金0,不存在 /贫困生0问题。 1985年,国务院颁布5中共中央

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6后 ,在一些大学开始试行收费制

度, 到 1997年全面实行收费制度后,贫困生问题迅速凸现出

来。特别是 1999年以来, 我国高校扩招,高等教育规模迅速

扩大, 在校生人数不断增加,贫困大学生人数也随之急剧增

加。 /在全国公办普通高校的 1350万在校生中,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约有 270万, 约占 25% , 特困生 8) 10% 0 [ 1]。近年

来, 政府部门与各个高校联手通过 /奖、助、贷、补、免0等多

种形式, 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对高校贫困大学生进行资助, 许

多社会爱心资助项目也走进大学校园资助寒门学子,为众多

学子圆梦大学校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。

可以说,贫困大学生虽然家庭经济比较困难, 但他们同

时也受惠很多,有国家的培养、扶持之恩,学校、社会的资助

之恩、父母的养育之恩, 师长的教诲之恩, 亲友的关爱之恩等

等。怀感恩之心,行报恩之举, 应当成为每个贫困大学生的

自觉行为。大学生只有学会感恩, 才会对生活满怀希望, 对

别人报以爱心,对工作充满敬意,对社会积极回报, 才能成就

一番事业,提升人生价值。

当前,贫困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总体上是健康向上

的,大多数贫困大学生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上大学的机

会,对社会和他人所给予的帮助心存感恩, 并以自己的实际

行动来予以回报。但确实也存在着部分受助大学生对社会

和他人缺乏感恩之心,部分贫困生接受了国家、社会、高校各

种资助之后认为是理所当然的, 不需要回报,缺乏感恩意识;

有的自认为 /学习成绩好, 拿资助是理所当然的0;有的抱怨

社会不公,将资助的善意也视为自己不得不接受的屈辱; 有

的已受了许多恩惠,却还是只知道索取,不知道奉献, 从未想

过要报答。甚至极个别大学生 /忘恩负义0,仇富心理严重,

逐渐走上违法犯罪等极端的路子,给国家、社会和人民带来

危害。

典型的事例是 /丛飞事件 0: 丛飞是深圳一个普通的歌

手,他在十年间罄尽自己的所有资助了 178名贫困学生完成

学业,以至于自己得了胃癌之后只能举债 17万元治病和继

续资助贫困学生。但在他入院后, 却有部分受资助者完全没

有感恩之心。一个曾经接受过丛飞资助的失学学生给丛飞

打电话声称: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,成为了一名老师, 希望丛

飞不要在媒体前提到他的名字, 怕对他的生活有不好的影



响; 一位大学毕业的受助者则表明 : /他帮助我是另有所

图0。还有一个事例也能说明问题: 2006年 8月, 湖北襄樊

市总工会组织 19位女企业家向 22名贫困大学生每人每年

资助 1000元至 3000元, 帮助他们完成学业, 但一年多来, 其

中三分之二的人从未给资助者写信或打电话。 2007年夏

天, 当该市总工会再次组织女企业家们捐赠时, 部分女企业

家则表示 /不愿再资助贫困生0。

感恩意识的缺失是贫困大学生人格不健全的重要表现,

分析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:

一是大学生忌妒心理和自卑心理的缺陷。贫困生考上

大学的时候往往很自豪, 也很自信,因为他们在当地是出类

拔萃、非常优秀的,在他们的身上, 往往承载了来自家庭、家

族乃至整个村庄更多的期望与羡慕。 /但进了大学后才发

现, 大学人才济济,比较起来, 自己其实很一般,无论在能力、

成绩、特长以及身体、容貌等方面几乎都很一般,这是他们始

料不及的。0 [2]而同时,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使他们囊中窘迫,

大学校园中的 /拜金主义 0、/攀比风 0等不良风气在一定范

围内的盛行, 看到富裕的同学大手大脚、心安理得地享受着

他们看来是很奢侈的生活, 使他们既羡慕更忌妒, 部分富裕

的同学表现出来的优越感和傲慢, 更是刺激了贫困生,使他

们觉得自己低人一等, 心里极不平衡, 不满之下心生憎恨。

而产生这一切的根源并不在贫困生本身,而是在自身生存的

环境和家庭的出身等无法改变的现实,这就使贫困生感到不

服气。由于这些因素, 自卑和忌妒之情由此而产生, 仇富心

态也由此而来, 贫困生为了免受伤害, 往往采取逃避的方式

封闭自己, 形成了人际关系的障碍。这样 ,很难产生感恩的

心态。

二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到位。在中国家庭里, 父

母多有一种 /再穷不能穷孩子0的理念, 只要儿女过得好, 父

母情愿付出一切, 就算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, 从不让孩子感

知到自己生活的艰辛 ,也从不要求孩子回报。这种溺爱使孩

子失去了爱的责任甚至是爱的能力,使本来应为双向互动的

父母与儿女之间的情感, 成为仅是父母对儿女无私奉献的

/单向车道0。贫困生的家庭虽然经济比较困难, 但这种溺

爱同样存在, 导致他们不会感谢、不愿感激、不懂感动。同

时, 由于父母教育背景比较薄弱, 贫困大学生与其父母在人

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等方面存在着代沟,致使大学生感恩意

识的弱化。

当前, 高校中对于贫困大学生资助层面的工作抓得较

多, 而没有很好地将资助与教育、扶贫与励志相结合。同时,

高校教育强调 /学知识0、/提高能力0而忽视 /学做人 0的问

题。高校感恩教育目标受其影响, 也出现了重视感恩知识、

感恩经验的倾向, 忽视学生在感恩教育中的情景体验;甚至

出现了急功近利的倾向, 期望搞几场感恩教育的 /大活动 0

就实现了感恩教育的目的。再次,高校道德教育存在脱离大

学生的生活实际的倾向,失去了应有的生命力。感恩教育缺

乏应有的地位和作用。

三是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。当前,国际国内社会深刻变

化, 经济利益格局深刻变革, 带给人们的思想观念、价值取

向、信仰追求以极大的冲击。大学生的成长是一个社会化的

过程,必然会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

部分人唯利是图、损人利己、过河拆桥, 功利主义的盛行, 这

对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大学生带来了极其

恶劣的影响。媒体作用发挥不够, 集感恩思想与艺术于一体

的作品比较少,对感恩思想、感恩教育、感恩典型宣传不多。

而当前,社会中个别子女不孝顺父母、学生不尊重老师、受恩

者对施恩者恩将仇报等种种现象, 一幕幕英雄流血又流泪的

惨剧,一幅幅被救助者心安理得昧着良心否认被救事实的镜

头,对大学生形成了感恩缺失的暗示效应。

二  贫困大学生感恩教育的内容

感恩教育对于贫困大学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感恩教育

促使他们思考问题, 对父母感恩, 就能使他们体谅到父母的

艰辛,学会孝敬父母; 对他人感恩, 才能让他们在生活与人为

善,助人为乐, 创造和谐的社交关系;对学校、老师感恩, 他们

才会听从教育者的教导; 对国家、社会感恩, 他们就能增强爱

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, 树立报效祖国、服务人民、回报社

会的远大理想,在生活和学习中不懈努力、拼搏奋斗。而确

定感恩教育的内容和主题,寻求贫困大学生感恩教育的途径

和方法,是我们有效开展感恩教育的必要条件。

(一 )父母养育之恩

/百善孝当先0,感恩首先应该感恩父母。父母赋予我

们血肉之躯,养育我们长大, 教会我们认识自己、认识世界,

让我们成为对世界,对人类有用的人。感恩作为中国传统伦

理中处理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规范, 有两个方面的内

涵:其中重要的就是孝, 孝强调子女应该 /敬老0、/事亲 0以

回报父母。所谓 /羊有跪乳之恩, 鸦有反哺之义0,倡导的就

是对父母的回报。感恩教育历来与亲情有着天然渊源的关

系, /感恩教育是人在对他人和自己的责任感或爱的动力作

用下产生的,即在教育起源中,人的归属与爱的需要起了关

键作用。0 [ 3]父母的爱,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, 是子女黑暗

中的明灯,父母的爱, 是避风港,时时接纳、包容、鼓励着自己

的孩子。

中国古代就有二十四孝的故事, 可以说, 每个故事都是

感天动地的孝亲典范,让很多古往今来的人们深受感动。伟

人毛泽东事母至孝,在他接到母亲病危的家信,星夜上路,昼

夜兼程回家奔丧,他抚摸着母亲的棺木放声恸哭, 悲痛之中

挥笔写下5祭母文6: /吾母高风,首推博爱0。

(二 )老师、母校教育之恩

知识为人类开辟了认识世界、通往宇宙之路, 而教师则

带领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。老师是为学生传道、授业、解

惑之人,学生的成才离不开老师的辛勤的劳动。大学是高等

学府,被誉为 /象牙塔0, 是知识的殿堂、智慧的聚集之地,是

成就栋梁之材的重要场所, 也是大学生们的修身、修心之家。

高校还千方百计为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开通 /绿色通道 0,

提供勤工俭学的岗位, 组织申报助学贷款, 为贫困大学生的

成才更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,因而学校和老师应当是大学生

们要感谢的人。

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 /天、地、君、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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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0,教师历来是中国社会最受尊敬的对象之一。在中国历

史上, 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,无不重视教育,

尊重教师。古人云: /三教圣人, 莫不有师;千古帝王, 莫不有

师。0/不敬三师, 是为忘恩,何能成道?05荀子# 大略 6中说:

/国将兴,必贵师而重傅, ,国将衰, 必贱师而轻傅。0 [ 4]深

刻地阐明了国家兴衰与重视知识、尊敬教师的关系。

(三 )朋友、他人帮助之恩

对每个人来讲, /朋友和他人是中国人第二重要的社会

生活。0 [5]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要与他人打交道, 与他人

结成各种各样的关系。感恩他人, 就是要感谢同学、朋友的

真切关爱相助, 促进互助互爱。首先, 要感恩自己的同学。

他们在人生旅途中与我们相伴 ,在生活和学习中与我们相互

鼓励、相互支持。我们的成长离不开周围的同学, 有了他们,

才有了我们健康、充实、美好的大学时光。所以, 每一位大学

生都应该感恩自己同窗共读的同学。其次,要感恩自己的朋

友。孔子曰: /独学而无友, 则孤陋而寡闻0。大学生之间的

友谊能促进学习上的切磋、品德上相互激励、思想上相互启

迪。朋友的帮助、理解和支持,可以促进学业、事业的发展与

成功。再次, 还要感恩一切关心帮助过自己的人。如果你接

受别人的恩惠, 不管是礼物、忠告或帮忙,你都应该向对方表

达谢意, 不要把那些理应报以衷心感激的事认为是理所当

然。没有哪一种给予是必须的, 应当的。卡耐基说过, 他一

生成就的 80% , 是靠别人的帮助才成功的。所以, 我们要学

会感恩, 学会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, 珍惜他人为我们做的

努力和付出。

( 四 )国家、社会培育、资助之恩

马克思指出: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社会有

恩于她的每个社会成员, 如果没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施恩和感

恩, 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够正常发展下去。人出生下来, 他

的命运同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 ,因为社会为大学生提供了坚

强的后盾, 创造了学习深造的条件,更为贫困大学生提供了

许多的物质资助。/仅从教育投资来看, 国家的教育投入就

是家庭的 1. 5倍, 如果社会不大力发展高等教育, 就高中升

学率而言, 我们已经入学的大学生中会有 87. 3%的学生不

能上大学。0 [6]事实上,每个人作为单个的社会成员, 都从社

会这个大环境获得了一定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,社会有恩

于她的每个成员。没有社会, 就没有我们的安栖之所;没有

社会, 就没有我们做人的尊严; 没有社会,就没有我们大学生

今天的幸福生活, 更没有贫困大学生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。国家为培养大学生不仅在财政上

每年投入巨额资金, 还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指导, 所以大学

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是较多受惠于国家和社会的群体, 理应

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, 树立报效祖国, 为

社会进步作贡献的远大理想,率先服从国家需要, 为国出力。

三  高校开展贫困大学生感恩教育的途径和方法

对贫困学生进行感恩教育核心在于学校教育,作为贫困

学生感恩教育主体的学校应了解贫困学生的感恩现状, 采取

积极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 ,有针对性的开展多种形式的

感恩教育。

(一 )丰富感恩教育的方式

第一,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, 挖掘课堂感恩教育的内

容。首先,在显性课程方面, 思想道德修养、马克思主义基本

理论等学科教师在教学中要增加感恩教育的意识, 挖掘显性

隐性的感恩教育内容,分层次、分阶段,适度、适量、适时的对

学生进行感恩教育。其次, 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, 特别是人

文学科课程,对学生进行认识、尊重、关怀他人、社会和自然

的教育,提高学生的感恩意识,加强学生的感恩意识。同时

充分运用与学生密切相关的事例作为教学资源。联系现实

生活开展感恩教育, 让贫困学生认识自我, 陶冶贫困学生的

感恩情怀。

第二,以情景教育为载体,激发学生的感恩情感。 /与其

喋喋不休的说教,不如让学生更多的从情感上去体验。情感

的体验是源于生命本体的内在深层的东西, 它能从根本上杜

绝不规范行为的发生。而目前学校欠缺的恰恰是这一

点。0 [ 7]所谓情境教育, 就是运用一定的教育手段和方法, 通

过创设感恩父母、感恩老师、感恩同学和感恩社会等情境,对

受教育者有目的有步骤地实施感恩教育。要利用学校、家庭

和社会的资源,把感恩情境即各种人际互动情境或社会生活

情境作为感恩教育的素材, 使贫困学生的心灵受到启迪、感

染和升华。

第三,以实践教育为手段, 深化学生的感恩认识。实践

是磨练个性和锻造人格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。学校开展感

恩教育只有与实践相结合,才能使贫困学生对感恩教育的认

识从感性层面上升到理性高度。要改变直接把钱送给学生

的简单做法,加大贫困生勤工俭学的力度,为国家奖、助学金

获得者安排劳动课程, 让学生接受资助的同时又要参加劳

动、付出艰辛, 使他们在劳动中明白金钱来之不易, 财富要靠

双手去创造,做到扶贫与励志相结合, 这样才能磨砺他们的

品格,促使他们奋发成才。

(二 )营造感恩的校园氛围

第一,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, 以教师的言行激励学生。

/榜样历来是我国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, 而教师是学生在学

校中最直接、最有力的榜样。0 [ 8]言传不如身教, 在教育学生

之前,老师要心怀感恩, 要感谢家长、学校与社会对自己的信

任,感谢学生对自己的尊重,并把这种感恩之心传递给学生。

只有这样,才能达到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的最佳教育效果。

同时,要积极挖掘和宣传优秀贫困大学生感恩他人的典型事

例,以身边的榜样来教育和激励学生。

第二,大力开展主题教育活动, 培育校园感恩文化。丰

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可以有效帮助学生体悟感恩、实践感恩,

增强责任。如开展 /我要感谢的人和事0, /感恩母校, 回报

社会0等为主题的征文、演讲活动: 设立爱心基金,倡导学生

自愿捐赠自己的劳动报酬, 帮助有需要的同学: 设立 /感恩

节0或 /感恩日0等。通过这些活动, 培养学生的感恩心和知

恩图报的美德。要使学生认识到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员对于

他人的责任,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。教育学生懂得奉献

与索取、施惠与受惠之间的辩证关系, 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

情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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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, 加强校园感恩环境和景观建设 ,为学生营造一个

充满爱心的值得感恩的世界。教育环境包括物理环境、心理

环境、人文环境等多个层面。物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往往构成

学校的精神文化环境。学生生活于其间, 也 /浸润0于其间,

它对学生的成长往往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。所以,学校要加

强对校园物质环境建设的规划, 根据学校的培养目标,建设

高雅的感恩人文景观, 使校园景观达到使用功能和审美功能

的和谐统一, 激发贫困学生的爱校热情, 陶冶贫困学生感恩

自然、感恩社会、感恩学校、感恩他人的美好情操。

(三 )拓展感恩教育的途径

第一, 大力推进学校的感恩教育与社会的融合, 通过社

会实践达到感恩教育的目的,比如, 高校举行关爱留守儿童,

到贫困、边远地区支教,关爱鳏寡孤独老人,开展文明、卫生、

科技、文艺进社区,到社区开展义务劳动等等活动,都是感恩

教育行之有效、富有成果的教育方式与途径, 也可以在社会

上倡导形成感恩的良好风尚。尤其是一些大学生还接受了

社会各界的奖励或资助基金,要重视、利用好这一良好的教

育平台和资源, 教育贫困大学生感恩社会、回报社会,深入推

进社会与学校感恩教育的互相融合。

第二, 学校教育应该主动与家庭教育沟通、互动。老师

应该深入了解学生在家庭里的心理、生活背景及状况,为实

施教育打下基础; 学校感恩教育应该把对父母的孝作为一项

最重要的内容来进行 ,要教育学生孝顺父母、努力成才、报答

父母;学校还可以通过布置 /感恩作业0等方式推进感恩教

育进家庭,比如, 要求学生在父亲节、母亲节问候父母, 向父

母说一声: /谢谢0等等。通过这些形式, 把学校教育与家庭

教育有机结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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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ratitude Education on Poor Students in Univerisi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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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University of S outh China, H engYang 421001, China )

Abstrac t:  Gratitude education, w hich is a kind o f hum anistic educa tion to he lp the educatee to recognize g ra titude and g iv e gra-t

itude, has a g rea t sign ificance fo r the hea lthy grow th o f the poo r co llege students. In this artic le, it firstly ana ly zes and summ ar ises the

poor co llege students. g ra titude awareness of the sta tus quo and its reasons; then it g ives them ain conten ts of the g ra titude edca tion on

the poo r co llege students; finally, it discusses the w ays and means of g ra titude education on poor co llege student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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